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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教育发展轨迹研究

——以封龙书院和巴黎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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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中国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文化内涵以及它们本质上的异同，对中国现代

大学的建设意义重大。以封龙书院和巴黎大学为基点，从三个方面对中、欧古典高等教育的发

展历程进行了系统阐述：“崇圣尚礼和经世致用”的书院精神与“尊崇探究，追求自由”的大学精

神；受儒、释、道不同宗教文化孕育的中国书院和以基督教神学为唯一精神核心和行为准则的

中世纪大学；几近接近却又自成体系的中国书院和中世纪大学的组织结构。最后概述中国书

院和中世纪大学各自优秀的教育传承对现代大学的影响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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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

式，是在改造传统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的一种

独立的、区别于官学之外的、具有高度民办性质的

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书院之名始于隋唐，经唐末五

代时期的演进与传承，到宋代时(公元960年一公

元1279年)逐步发展成为官学之外最主要的综合

性高等教育组织，承担起读书治学和聚徒讲学的双

重职能，名扬燕赵大地的封龙书院便是创办于这一

时期。创建于十一、十二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大学是

在僧侣教会学校和城市世俗学校的基础上创建起

来、以基督教神学和宗教法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高

等教育组织，到十三世纪时期逐渐趋向成熟，巴黎

大学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中世纪大学始

创于日耳曼蛮族征服希腊、罗马帝国时期，在日耳

曼、基督教和希腊罗马三重文化运动的冲突、整合

过程中，基督教以其传统文明传承者和保护者的身

份完成了与日耳曼、两希文化(古希腊和希伯来文

化)的融合，成为西方各国精神信仰的根基，也催生

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

一、封龙书院和巴黎大学的历史变革

(一)乱世中崛起的封龙书院

“封龙书院”于五代末北宋初正式进入中国书

院的行列，在此之前曾经是东汉李躬、唐代郭震等

学者的授业之地。书院挂名之初，恰逢五代十国

和北宋初期的动荡年代，期间战争连绵不断政权

更迭不暇，统治者根本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以至于

社会上官学凋敝私学盛行。正是在这一时期，李

防(925—996年，后汉乾佑年间进士、后周翰林学

士、宋太宗宰相)于后周年间(951—960年，梁勇：

《封龙山历史年表》)一度辞官重返故里来到封龙

山，重修封龙授业之所并为其正式命名。至此封

龙书院不仅成为李防收徒讲学之地，也成为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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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盛一时的教育圣地。

封龙书院坐落于石家庄元氏县境内的封龙山

南麓，其沟深林密环境秀美幽静，自古是佛、道信

徒讲经释道、修身养性的绝佳之地。早在晋代时

期高僧释道安便在此讲佛译经。封龙书院的选

址、教学不仅深受佛、道文化的影响，更受到儒家

思想的浸润，它始终把修己至诚、志趣高远作为学

生教育的宗旨并发扬光大，由于学风纯正、名仕云

集，书院的声誉不断增强。至金末元初(公元

1279一公元1368)，尽管整个国家依然战火连绵，

但封龙书院的发展却走向了辉煌。期间，幼年曾

求学于元氏的金正大末进士李冶(公元1192一公

元1279)弃官返乡，对封龙书院进行了再次修缮

并开始讲学授课。李冶高深的文学造诣和数学天

赋吸引了大批名士、学子：著名诗人元好问、元宣

抚使张德辉就曾游学于封龙书院并亲自担任讲

师；集贤学士焦养直、翰林修撰王德渊、著名戏剧

家白朴(元曲四大名家之一)和李文蔚等，都是封

龙书院培养出的经世致用之才。另外，李冶曾经

编撰专门介绍天元术的著作《测园海镜》，但是由

于内容繁杂，普通学者难以读懂，为此李冶在授课

之余，在封龙书院又编写《益古演段》一书，对《测

园海镜》进行释义和推广。李冶两部数学巨著的

问世，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数学教学的最高成就，

也奠定了封龙书院在中国书院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追寻自治之路的巴黎大学

创立于9世纪的巴黎大学，是在原来巴黎圣

母院和其它教会学校的基础上兴建而来，于1180

年正式获得法皇路易七世授予的“大学”称号。

巴黎大学的诞生恰逢中世纪欧洲社会趋于稳

定、手工业和商业快速发展、宗教神学盛行之时。

尽管巴黎大学起源于教会，一开始就不得不在教

会和世俗势力的夹缝中艰难求生，但当时巴黎是

基督教文化和世界各种文化交织的中心，基督教

神学和古希腊哲学的交锋吸引了欧洲各地的学者

和学子，也为巴黎大学的自治打下坚实的人文基

础。之后虽然大学在较长时间内不得不接受教会

的监管和约束，但也组建了类似于城市行会的巴

黎教师团体，以便抵制教会对大学的控制和当地

市民的侵犯，该团体成为今天巴黎大学自治模式

的前身；另外，为争夺各自在大学的利益，教皇、国

王多次授予巴黎大学管理特权，这使巴黎大学有

机会成立自己的大会议自治制度；1208年罗马教

皇伊隆桑三世终于授予巴黎大学师生自定章程的

特权，此举使巴黎大学的自治之路又向前迈进了

一步。十五世纪，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王权政

治的强化，巴黎大学享有的特权逐渐被取消，但是

巴黎大学的世俗化进程打破了教会对大学教育的

绝对垄断，奠定了巴黎大学实现全面自治的基础。

(三)中国书院和中世纪大学的真谛

封龙书院和古典巴黎大学仅仅是中国书院和

欧洲中世纪大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它们兴办过程

中呈现出的各种特点是中国书院(如白鹿洞书院、

岳麓山书院等)和欧洲中世纪大学流变过程中特

点的具体表现。封龙书院具有创建时间早、培养

人才多、历史贡献大等特点，虽然无法享有宋代四

大书院之名气，但它在兴办过程中基本契合了中

国书院的创办理念、宗教氛围、组织结构等，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而巴黎大学对其它欧洲大学的产

生、发展影响深远，甚至许多大学直接照搬它的建

校模式，固而巴黎大学有“欧洲大学之母”之称，具

有很强的代表性。封龙书院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书

院所倡导的不附利禄、明辩通达的学风和以巴黎

大学为代表的中世纪大学所体现的敢于追求自

由、探求真理的教育信条，都为后世大学的创立构

建起良好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规则。

二、创建理念的二重性

(一)中国书院的创办理念

作为儒家之道的象征，包括封龙书院在内的中

国书院在创建之初就体现出儒家士人的二重性。

首先，中国书院以精神再造为内涵[1]、以培养学生

崇圣尚礼、修养人格为宗旨，以传承和创新中国文

明之德性为目的。书院一贯重视对学子个人德行

的培养，把“化育人才”置于书院教育的首位。丽泽

书院山长吕祖谦(公元1137一公元1181)在为其书

院所制订《丽泽书院学规》开篇便说：“凡预此集者，

以孝悌忠信为本[2”’；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领

袖朱熹(公元1 130一公元1200)则把董仲舒“正其

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3]，’的品德培养作为

书院的信条；封龙书院山长安熙也曾提出“教人以

敬为本，以经术为先(《大清一统志》)”的教学理念。

众家书院制订学规、学则的目的都是为学子营造一

种醇儒的学术氛围，培养学生独善其身、内圣外王

的儒家精神。其次，书院教育秉承传道济民、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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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用的教育方针，把“重践履、务实行”的心怀天下

精神贯穿于日常教学之中。朱熹一贯主张的“学贵

利行”思想和李冶开创数学教学之先河的行为，都

是要求学生做到身体力行、经世致用，把“求道”与

“兼济天下”的治平之路联系在一起。由此可以看

出，书院的教育理念既契合儒家“教育化人”之学

说，也满足了国家对经世治国人才的需求，正是这

种天下为公的儒学思想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代代

卓越非凡的治世贤臣。

(二)中世纪大学的创办理念

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大学始终把

探究真理、追求自由作为其教学的精神内涵。正

如英国教育家纽曼所说，“大学是由来自世界各地

的教师和学生组成、共同探索各种知识的场

所[4]。”虽然欧洲经济的繁荣、城镇的出现为大学

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然而，中世纪大学

精神的核心却是来源于基督教新思想。当时，吸

收了两希文化精髓的基督教信仰已经渗透到西方

文化的各个角落，更流淌在欧洲各个阶层人士的

血液里，人们对上帝、对神的无限崇拜和虔诚，促

使他们对基督教超验主义进行不断的探索，这种

“探索精神”不仅成为中世纪大学发展的动力，也

使得智慧间、知识间的碰撞得以深化、真理得以检

验和完善，久而久之，“探究精神”成为欧洲中世纪

大学的价值追求。其次，“追求自由、寻求自治”是

中世纪大学创办过程中所体现的又一特性。随着

十一世纪欧洲经济贸易的逐渐繁荣，新兴城市的

不断崛起，城市的一些手工业行会、市政当局着力

打破教会几百年来对教育的垄断，自发地创办了

一些世俗学校，以满足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而

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出于自身谋生的考

虑，从一开始就试图摆脱教会、市政等机构的束

缚，模仿手工业劳动者的行会模式发展起自己的

教师行会，并通过收取学生费用和社会捐助的方

式来达到“自由自治”的经营目的，从而实现其专

门从事精神劳动、以教学为职业的谋生需求。经

过长期不懈的斗争，巴黎大学于1208年首先获得

教皇特许的师生自治证，为其它大学的自由自治

树立了榜样。

三、独特的宗教影响背景

(一)多重宗教信仰浸润的书院

中国书院深受儒、释、道三种不同宗教文化的

浸润，“融突和合”精神始终贯穿于书院教育的各

个阶段。魏晋南北朝之后，曾一统中国文化阵地

的旧儒学，已经不能和博大精深、充满思辨哲学的

佛、道相抗衡，儒学佛化的现象日趋严峻，至隋唐

时期佛、道已发展到它们的鼎盛时期，寺院道观遍

布华夏大地。寺院道观的普及为书院的创建打下

了物质基础，因为许多书院就是在寺院、道观的旧

址上改造而来。尽管儒家为了再度崛起与佛、道

进行了长期抗争，但作为一种群体自觉他们后来

积极援佛、道入儒，以至于明朝大儒黄馆谈到“宋

儒之学，其入门皆由禅”(黄馆《明道篇》)。由此

不难看出，儒家学者曾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周敦

颐。周敦颐一生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他的《太

极图说》就深受佛教禅师寿崖和尚影响，同时他的

“无极生太极、阴阳互化而万物出”学说又体现出

道家阴阳平衡的思想[5]，故而他的《太极图说》被

认为是一个以《易》为媒介，集儒、释、道文化为一

体的宗教融合体；朱熹则在周敦颐《太极图说》的

基础上论述了天地万物生成的过程，在他看来：道

就是理、道就是《易》之太极，“理、太极、道”实为一

体，因为它们都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正是在禅

宗、道教思想的影响之下，朱熹才完成了儒家对形

而上精神的探究，使儒学的学术体系更加完整，而

不再仅仅局限于社会、伦理。

之后，人们把这种“儒释道”高度融合的新学

说称之为新儒学或“宋代理学”，而“宋代理学”的

形成促进了宋代书院的长足发展，使书院教育实

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三教归一。在此背景下，以儒

家社会伦理为主，以佛、道思辨哲学为辅的新儒

学——宋代理学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发挥起对书院

教育的引领作用，朱熹的“天理学说”哲学体系也

成为中国书院无可替代的教学素材。

(二)基督教神学影响下的大学

基督教是中世纪大学唯一的宗教信仰。基督

教在中世纪文化出于荒蛮状态时，承担起拯救和

重建古典文化的历史重任，并逐渐发展成一个强

大的社会组织，欧洲最初的知识活动都是在这一

组织——修道院内进行的。随着基督教的壮大，

教会需要大批的神职人员为其服务，为此许多修

道院开始兴办学校以培养自己的神职人员。教育

向学校转移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教育革命，正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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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革命导致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中世纪大

学创建之后，集宗教道德和封建伦理学为一体的

“神学”成为大学教育的灵魂，也成为支配中世纪

大学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宣扬基督教精神、

解读基督教教义、研习基督教教规成为大学的主

要学习内容，一切和神学无关的自然哲学等都被

剔除大学课堂，即使创办于罗马帝国时期的法学

也转变为研究戒律的教会法，其它科目只是被视

作研究神学的基础。在此背景下，以上帝为核心

的西方文化体系在有着强烈宗教色彩的大学得到

顺利传承[61和传播。

四、自成体系的组织结构

(一)中国书院的组织结构

1．中国书院的管理体制

书院是以私人创办和管理为主的民间性教育

机构，通常实行教学与行政合二为一的自行管理

体制。但宋代理学盛行，书院在管理上也借鉴了

许多官学的经验，形成一整套独具特色的适合书

院自身发展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其次，由于书

院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国家教力不足而对

人才又渴求的矛盾，朝廷也采取积极扶持和鼓励

政策，经常捐赠或赏赐大批图书或田产给书院，以

维持书院的正常运转。

2．体系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

“山长”是书院的最高领导者，总揽书院的一

切行政、教学事务，同时也为学生开堂授课。山长

的选取遵循一定之规，一般邀请德才兼备的鸿学

大儒来担任，如范仲淹、朱熹以及封龙书院的李冶

等都曾做过书院的山长。在此基础上，书院还通

过建立“学规、学则、教条”等手段来规定书院治学

的目的、宗旨、内容和方式等，这样既从宏观上确

定了书院所遵循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也从细

微之处规定了学生在生活、学习过程中的日常行

为规范。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学则》、朱熹的《白鹿

洞书院揭示》、王守仁的《教条示龙场诸生》都曾在

书院的兴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成熟规范的教学过程

首先，从教学的主导者——教师来看，书院教

师以新兴儒学代表理学家和著名学者为主，他们

往往能够通讲多部儒家经典，并在某一领域成就

非凡，因此他们所在书院也经常成为某一学派的

渊薮之地，如朱熹做山长的白鹿洞书院就成为理

学研究的中心；其次，从书院的教学内容看，大部

分书院是以习学理学为主，宋、明大师的著作、讲

义是书院的主要教材，学术思想建立在引经据典

的“考据学”基础上[7]，后来又逐渐增加了史学、医

学、训话学、音律学等科目，而像封龙书院在儒家

经典之外又开设数学且成绩斐然者为数不多。

(二)中世纪大学的组织结构

1．中世纪大学的管理体制

中世纪的许多大学都是在教会的支持或引领

下创办起来的，教会理所当然的成为大学的庇护

所和领导机构。另外，在基督教会极力宣扬“神权

主宰一切、上帝高于一切”的时代，中世纪教廷也

希望通过大学教育，为教会培养更多神职人员和

教徒，所以他们自然地成为大学文明的保护者。

再者，中世纪大学创建之初，欧洲各国战争连绵不

断、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很难形成高度集中的王权

统治，因而当时没有任何与神权抗衡的王权政治

能够控制、打压大学的发展进程，同时大学也往往

利用教会和国王之间的矛盾，为自己赢得很大程

度上的自治权，如巴黎大学就率先争取到教师资

格认证权和聘任权。

2．自治性的内部管理机制

中世纪大学建有自己独特的管理体系，虽然

基督教教会是大学的主要创建者，但是中世纪大

学毕竟是一种典型的民间组织，它们虽然遵从教

皇或教会制订的规章制度并以基督教教义为教学

蓝本，但学校也参照中世纪城市盛行的行会制度，

建立起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师行会和以学生为主的

学生行会，而大学校长则由教授会的主任和学生

会的代表共同推选，这样大学在最大范围内维护

了自己的利益，并能以集体的方式摆脱教皇和教

会对大学的束缚。在长期地抗争中，中世纪大学

完成了环境分化和自身成长的蜕变，到十七世纪

时逐渐迈人现代大学的行列。

3．渐趋完善的教学过程

从教师队伍来看，中世纪大学教师资格的合

法性，主要取决于本人的学历层次、职业资格成绩

以及个人职业上的魅力。面对教会对文化的垄断

控制，教师们往往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质疑者甚

至叛逆者(例如阿贝拉尔)，他们经常团结起来通

过罢教等方式来抗衡教会的势力，抵制一切在他

们看来不合理的行为准则，到13世纪30年代，他

们争取到教师资格的审核权，最终把自己从宗教

神权的世界里解放出来；从教学内容看，神学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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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大学所设置的主要的学科，教学内容直接来

源于基督教教义、《圣经》及其注释。

五、结束语

纵观中国书院、中世纪大学各自的发展轨迹，

它们在创建理念、宗教信仰、教学模式等方面，几

近相似却又各不相同。尽管都曾遭受无数挫折，

却也在各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

中世纪大学独具特色的办学宗旨、教育制度

和宗教信仰，为相对独立的教师和学生提供了积

极探索和追求自由的空间，师生们不仅有能力担

负起文化保护和传递的责任，更养成了科学创新

和自然创新的精神追求。尽管神权教育一度成为

束缚人们追求科学和自由的桎酷，但对基督教信

仰的探究、对希腊理性哲学的笃信，激发了他们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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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essence and differences of Chinese classical academies and Euro—

pean medieval colleg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universities in China．The

paper，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Fenglong Academy and Paris University，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European classical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ree aspects：the academy spirit and the univer—

sity spirit；the Chinese classical academies in the religious culture of Confucius，Buddhism and Taoism

and the medieval colleges with Christianity as their core of spirit；similar but unique structures of Chi—

nese academies and medieval colleges．Then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positive inheritance and inspira—

tions of Chinese academies and mediev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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